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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特点：
在**版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
近年来我国特殊营养工作取得的进展，体现了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对今后我国特殊营养工作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为了体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第二版增加了8章基础研究和1章实验模拟技术的内容
，符合当前特殊营养学发展的需要。 

内容简介

特殊营养学是现代营养学和环境医学交叉形成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它以环境、饮食营
养与机体的关系为对象，主要研究特殊环境、特殊作业对人体生理和代谢作用的规律和
机制，饮食营养与机体对环境因素反应、适应及耐受能力的关系，并根据特殊情况下机
体对饮食营养的需求，制定合理营养的原则和膳食营养素供给量标准，从饮食营养方面
保障这些特殊人群的健康。本书在阐述环境与机体、营养与基因表达、应激适应、氧化
损伤、免疫功能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高温、低温、辐射、低照度、有害有毒化学物质
、航空、航天、航海、潜水、采矿、运动、农牧业及军队营养研究的进展。
本书可供营养学、环境医学、运动医学、劳动卫生及职业病等学科的科研工作者、研究
生以及医学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考，对于工矿企业劳动保护及军队卫生
后勤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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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上篇
第一章 概论
营养学是研究饮食营养与机体（生命现象）关系的科学，也是研究机体新陈代谢规律及
其合理营养要求的科学。环境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环境中各种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及
相关防治措施的科学。特殊营养学是营养学和环境医学的交义学科。从整体观、系统观
出发，以环境——饮食营养和人体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特殊营养学主要研究特殊环境、
特种作业人员的营养问题。因此，对环境与机体关系的认识是这门学科诞生和发展的基
本出发点。本书主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阐述环境与机体的关系。
第一节 环境因素对机体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科学。从环境
科学的观点看，人类所处的外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由于生产劳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等所构成的生活环境与作业环境。作用于人体的环境因素一般被分为物理性、化学性及
生物性三大类，另外，由于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和作业性质等因素造成的精
神（心理）负荷（如高度紧张、过度兴奋、惊慌、恐惧、悲伤、愤怒、焦虑等）、强体
力负荷等对机体的生理和代谢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环境是作用于机体的所有事物和力
量的总和。人和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体。日光、空气、水和食物等都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环境条件，机体依赖这些因素的作用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同时，也无时不在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切生物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和发
展。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像其他生物那样仅靠自身的存在影响环境、仅靠自身
的生理反应能力来适应环境，而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控制、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为
人类服务；并且，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和改造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在与不良环境韵斗争中繁衍、发展、壮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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